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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防御2024

2024年，我国旱情总体偏轻，区域性、阶段性特征明

显，西南地区冬春连旱持续时间长程度重、伏秋期间高温

少雨极端性强，华北西北黄淮地区夏旱发展快范围广。水

利部锚定“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

牲畜用水安全，全力保障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目标，

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支持受旱

地区做好各项抗旱保供水保灌溉工作。

1 旱情灾情

1.1 旱情

2024年，我国主要干旱过程有西南地区冬春连旱、华

北西北黄淮地区夏旱和西南地区伏秋旱。

（（1））西南地区冬春连旱西南地区冬春连旱。。1—4月，云南大部、四川南部、

贵州西部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5成，其

中云南中部北部、四川西南部偏少6～9成；云南元江、南盘

江，贵州赤水河等主要江河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4～6成，

云南金沙江支流桑园河等 23条河流断流，抚仙湖、泸沽湖

和勐烈河、威远江等中小河流出现历史最低水位；3月上

旬，云南曲靖、红河、楚雄、昆明，四川内江、宜宾，广西南宁

等地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5成，云南、四川 2省分

别有300多座、40多座水库干涸。云南、四川、广西、贵州4省
（自治区）发生冬春连旱，部分地区人畜因旱饮水困难突

出，春季农业生产用水紧张。4月上中旬，4省（自治区）一度

有 37.87万 hm2耕地受旱，40.5万人、16.7万头大牲畜因旱

饮水困难。4月下旬西南地区陆续出现降雨过程，加上抗旱

措施有力有效，广西、贵州2省（自治区）旱情解除，云南、四

川2省旱情至6月逐步解除。

（（2））华北西北黄淮地区夏旱华北西北黄淮地区夏旱。。5—6月，华北大部、西北

东部和黄淮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4成，河北

南部、山西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

部东部、陕西中东部等地偏少 5～8成；黄河中下游干流及

支流渭河、北洛河、汾河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1～6成，淮

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山东沂河、沭河来水量偏少 5～
9成；华北黄淮等地35 ℃以上高温日数达10～28 d；蓄水形

势总体较好，但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陕西延安、西安等

地中小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4成。正值“三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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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持续少雨导致土壤缺墒，又叠加高温造成土壤失墒加

剧，旱情迅速蔓延，6月中旬旱情高峰期，河北、山西、江苏、

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8省一度有 548.4万 hm2耕地

受旱，主要影响玉米、大豆等作物适期播种和已出苗作物

生长，部分分散供水的农村人口用水也受到影响。6月底旱

区陆续出现降雨过程，加上各级水利部门全力抗旱，旱情

逐步解除。

（（3））西南地区伏秋旱西南地区伏秋旱。。8—9月，西南东部累计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 2～4成，其中重庆、四川中东部偏少 5成以

上；四川雅砻江、渠江，贵州赤水河、乌江来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少 5～8成，重庆嘉陵江，四川岷江、沱江偏少 2～5成；

重庆市 35 ℃以上高温日数达 44 d，较常年同期偏多 29 d，
为 1961年以来最多，四川省有 9个气象站出现日最高气温

历史同期极值。重庆、四川、贵州等地出现旱情，其中重庆、

四川 2地山丘区人饮困难情况突出。9月下旬 3省（直辖市）

一度有 10万 hm2耕地受旱，6.5万人、5.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

水困难。9月底旱区出现多次降雨过程，水稻等作物陆续收

获，旱情逐步解除。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6—8月降水、来水偏少，大部地区

出现旱情，对农牧业造成一定影响，7月中旬高峰时全区有

105.07万 hm2耕地、3 933.33万 hm2草场受旱，16.8万头大

牲畜因旱饮水困难，9月旱区出现降雨，加上秋粮作物成熟

和牧区牲畜出栏，旱情逐步解除。长江流域 8月以后降水、

来水偏少，中下游干流、支流汉江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快

速下降，持续低于常年同期，汉口、九江站水位一度低于发

生严重干旱的2022年同期，低水位增加了沿江沿湖地区取

水的难度，对航运也造成一定影响；湖南、湖北 2省出现短

历时旱情，9月下旬一度有 15.40万 hm2耕地受旱，5.6万人、

1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10月中旬旱区出现降雨，加之

晚稻成熟收获，旱情逐步解除。

1.2 灾情

据初步统计，2024年全国农作物累计受旱733.33万hm2，
因旱受灾188.20万hm2、成灾69.60万hm2、绝收6.67万hm2，
造成粮食损失17亿kg，直接经济损失68亿元，有174万人、

136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

1.3 旱情特点

2024年旱情主要有3个特点。

（（1））整体轻局地重整体轻局地重。。全国旱情总体偏轻，农作物受灾、

成灾、绝收面积，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和大牲畜数量均为近

10年最少，较近 10年均值分别偏少 75%、82%、92%、74%、

73%。局部地区旱情较重。云南冬春连旱持续时间长达 6个
月，全省16个市（州）均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高峰时有38.9万人

因旱饮水困难，昆明、曲靖等地部分城镇供水处于紧平衡

状态。夏旱时河南、河北分别有 187.6万 hm2和 88.27万 hm2
耕地受旱，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4和 1/5。内蒙古自治区旱

情持续时间近 3个月，覆盖全区大部，呼伦贝尔市一度有

56.67万 hm2耕地受旱，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1/4；阿拉善

盟、锡林郭勒盟分别有1 600.00万hm2、933.33万hm2草场受

旱，超过当地草场面积的4/5和1/2。
（（2））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明显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明显。。全年旱情分为冬春旱、

夏旱和伏秋旱3个阶段，干旱发生的时段不连续。冬春旱和

伏秋旱均集中在西南地区，涉及云南和重庆 2省（直辖市）

大部、四川东部和南部、广西和贵州局部等地，其中四川部

分地区多季受旱。夏旱主要发生在河北、山西、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8省冬麦区，且集中在“三夏”时段内。

（（3））长江流域涝旱急转长江流域涝旱急转。。6—7月，长江流域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近 3成，长江发生 3次编号洪水，部分地区发生

严重的洪涝灾害。8—12月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近

3成，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3成，四川、重庆、贵州、湖北、

湖南发生伏秋旱，中下游干流、汉江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

偏枯，发生了明显的涝旱急转。

2 干旱防御工作

水利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超前

谋划、有序应对，指导旱区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做好各项

抗旱工作，确保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确保了规模化养殖

和大牲畜用水安全，保障了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最

大程度减轻了干旱影响和损失。

2.1“谋”字在前，高位谋划部署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在全国水利工作会、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会等会议上对抗旱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春旱期间赴云南省调研抗旱保供水工

作，夏旱期间主持专题会商会有针对性安排部署抗旱保灌

保供水工作。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多次主持会商会，对抗

旱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水利部针对河北、河南启动干旱防

御Ⅲ级应急响应，针对山西、江苏、安徽、山东、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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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甘肃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发出3个通知对春

旱应对、秋冬季抗旱蓄水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等

工作作出安排，先后派出9个工作组赴山西、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旱区一线调研旱情，指导落实水

工程调度、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等措施；商财政部累计

安排中央水利救灾资金 7.349亿元，支持河北、山西、内蒙

古、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购置提水运

水设备等抗旱减灾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启动干旱防御Ⅲ
级应急响应，长江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水利

委员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受旱地区做好抗旱工

作。河南、重庆及时启动干旱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河北、山

西、安徽、山东、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启动干旱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旱区各级党委、政府对抗旱作出安排部署，

压实责任，落实各项保障供水措施。

2.2“预”字当先，强化“四预”措施

水利部密切监测全国雨情、水情、墒情、旱情，应用全

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开展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估，支撑

抗旱会商决策；加强旱情中长期预报，累计发布干旱预警

108次。旱情快速发展和严重期间启动抗旱应急值班和旱

情日报制度，动态掌握旱情态势和抗旱工作情况。组织旱

区利用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提前预演干旱影响，立足

最不利情况滚动开展供需水形势分析，制定供水保障应急

预案。夏旱期间组织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海

河水利委员会和相关省水利部门，逐一梳理流域区域骨干

水库供水能力、引调水工程供水能力和相关区域用水需求，

紧急制定水工程抗旱应急调度方案。制定《2024—2025年珠

江枯水期压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方案》，筑牢当地、近地、远

地梯次供水保障“三道防线”，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

2.3“精”字为要，精准调度工程

组织指导相关流域管理机构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抗

旱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为抗旱提供稳定水源保障。冬春

连旱期间，督促指导云南省做好昆明市应急供水和牛栏

江—滇池补水工程调度，累计向昆明市应急供水2.12亿m3，
保障了城市供水安全和滇池生态安全。夏旱期间，黄河、淮

河、海河流域控制性水工程和南水北调等引调水工程全面

进入抗旱调度模式，黄河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由 700 m3/s
分阶段逐步加大至 4 400 m3/s、山东河南 2省合计引水量

20.7亿m3，海河流域潘家口、大黑汀、岳城水库向下游河

北、河南相关灌区提供灌溉用水 0.9亿m3，淮河流域蚌埠闸

及引江济淮、江水北调等工程加大引调水力度，南水北调

东、中线工程向沿线地区应急调水 13.3亿m3；相关灌区精

细调度、优化配置抗旱水源，加强用水秩序管理，强化节约

用水，确保能引尽引、能灌尽灌，514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

溉水量超过 25亿m3，保障了 380多万 hm2玉米、大豆等作

物播种、出苗用水。枯水期精细调度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

上游水库群向下游补水，三峡水库 10月 19日起下泄流量

按不小于 7 000 m3/s控制，保证枯水期沙市站水位不低于

29.50 m、汉口站水位不低于 12.50 m，满足沿江地区取水和

航运需求。组织实施2023—2024年珠江枯水期压咸补淡应

急水量调度，“三道防线”水库群累计补水 15.9亿m3，有效

压制河口咸潮，保障了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实现了供

水、生态、发电、航运多方共赢。实施夏秋季引江济太应急

水量调度，累计引长江水3.16亿m3、入太湖0.80亿m3，太浦

闸向下游供水 1.50亿m3，有效促进了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体

流动，保障了水源地供水安全。

2.4“保”字兜底，确保饮水安全

组织受旱地区全面摸排城乡供水情况，滚动统计因旱

饮水困难人口、大牲畜数量，督促指导旱区各地根据饮水

困难人口分布、水源情况和供水工程规模类别等，因地制

宜科学制定供水保障方案，及时采取水源调度、管网延伸、

新建水源、拉水送水等措施确保供水安全。重点关注难以

通过工程措施保障的地区和低收入、失能老人等特殊困难

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滚动研判旱情对大牲畜饮

水和规模化养殖产业用水的影响，统筹保障用水。云南、重

庆、四川等地加大投入，全力推进引、调、提等抗旱应急水

源工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采取

降低取水口位置、延长取水管线、渠道清淤等应急措施保

障沿长江、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周边地区低水位情况下

的取水。

2.5“合”字增效，凝聚抗旱合力

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先

后编发《科学应对汛期自然灾害 奋力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

预案》《关于切实做好黄淮海抗高温抗干旱保夏播保全苗

工作的紧急通知》，合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长江、珠

江枯水期调度期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在确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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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兼顾航运、发电、生态等需求，实现

多方共赢。积极主动做好新闻宣传，夏旱期间水利部专门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抗旱保灌溉保供水情况，在水利部其

他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西南等地抗旱情况，会同《人民

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

国日报》等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旱情及抗旱工作成效等信

息，央视“焦点访谈”“新闻 1+1”等栏目采访水利专家解读

抗旱相关内容，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氛围。

2.6“基”字筑底，推动基础工作

细化完善重大干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和处置流

程，提升干旱灾害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能力。指

导各流域、各地强化江河湖库旱警水位（流量）管理，调整

补充相关站点和预警阈值，全国站点增加至 1 565个，已基

本实现在线监测，部分地区将其作为发布干旱预警、启动

应急响应和开展水工程抗旱调度等的主要参考指标。印发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应急水量调度预案工作的通知》，

组织各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梳理辖区内江河湖泊

和重要水工程应急水量调度预案编制情况，制定预案体系

清单和 2024—2025年编制工作计划，2024年已完成 30个
预案的编制修订工作。完善全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功

能，根据应用情况优化监测分析、统计上报等模块，调整指

标阈值和模型参数。组织开展《水文干旱等级》等技术标准

的编制修订，完善干旱防御标准体系。举办抗旱工作业务

培训班，对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关直属单位、各省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从事抗旱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强化工

作交流，提升业务水平。

3 存在问题及工作打算

复盘 2024年的干旱防御工作，暴露出如下问题：①工

程措施仍有短板。西南等地以小型水库、山塘或溪沟、山泉

等为水源的农村分散供水工程水量、水质不稳定；部分旱

区渠道、提灌站等标准低、养护差、淤积严重，抗旱能力弱；

跨流域、区域引调水和江河湖库连通工程建设有待加强，

部分城市、乡村供水水源单一，供水体系韧性不足。②旱情

分析预报能力不足。受制于数据完整性、时效性和准确性，

现代化监测手段应用有待研究并加强，精准开展供需水平

衡分析能力还需要提升，融合气象、水文和供需水等多种

信息的干旱预报分析能力不足，全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

台基础数据、分析模型等还有待完善。③工作机制仍需完

善。水利、农业、应急、气象等部门对干旱程度和影响的判

别标准有差异，信息共享、预警响应、防范应对等方面协同

联动机制仍需健全。主动发布抗旱相关信息、有效回应社

会关切和抗旱知识科普宣传的意识和机制有待加强。基层

从事抗旱工作的人员总体较少，熟悉业务、技术熟练的专

业人员缺乏。④基础研究还要加强。兼顾防洪与抗旱等多

目标统筹调度技术、枯水条件下江河水位流量关系等方面

研究有待深化。旱警水位（流量）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部

分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应急水量调度预案应编未编或

修订不及时，预案体系还需要完善。干旱标准体系还不完

善，水文干旱评估缺乏相关标准。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提升抗旱保障能力一是提升抗旱保障能力。。指导地方加强重点旱区不同

强度旱情下的供水安全风险研判，提出应对举措，建设必

要的抗旱备用工程，提升区域抗旱减灾能力，兜住抗御极

端旱情底线。

二是增强监测评估能力二是增强监测评估能力。。强化旱情中长期预报，滚动

开展供水、用水形势分析，充分利用江河湖库旱警水位（流

量）信息预判干旱趋势，及时发布预警。加快完善全国旱情

监测预警综合平台数据底板，调整模型参数和功能模块，

为抗旱决策提供支撑。加快推进《水文干旱等级》等标准制

订工作。

三是抓好水工程抗旱调度三是抓好水工程抗旱调度。。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等用

水需求，加强水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目标的调

度技术研究，科学精细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结合水库汛

末蓄水、汛前消落等阶段，抓好蓄水保水，有序为下游地区

和江河沿线补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和作物时令灌溉用

水。加快应急水量调度预案编制修订进度，根据工作需要

滚动调整完善预案体系，做好应对重大干旱和突发供水安

全事件的准备。

四是优化抗旱工作机制四是优化抗旱工作机制。。按照水利部《加快构建水旱

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

指挥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水利部门持续健全完善责任落

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等抗旱工作机制和重大干旱灾害

及突发供水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流程，强化教育培训，提

升抗旱工作水平。加强与农业、应急、气象等部门的信息共

享与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大抗旱（下转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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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下一步长江委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抗旱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

减灾救灾理念，坚持“预”字当先、未雨绸缪，提前谋划部署

2025年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

（（11））统筹做好水库群汛前消落统筹做好水库群汛前消落。在考虑水库群蓄水量、

来水预测和各水库运行管理单位上报的消落方案基础上，

按照长江上游水库群有序消落，统筹流域防洪安全和枯水

期各项用水需求，明确关键节点的控制目标和保障措施，

滚动优化上游水库群消落计划，做好枯水期上游控制性水

库群补水调度，加强消落调度情况的监督，确保水库汛前

腾库迎汛。

（（22））全面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全面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结合水旱灾害防御

监督检查，对病险水库、病险涵闸、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

筑物、桥涵等涉河工程重点检查，全面排查度汛风险隐患，

分级建立整治台账，及时提请地方政府研究确定整治主

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汛前整改到位；对汛前确实无

法整治到位的要督促制定应急措施，坚决防范风险失控蔓

延。抓住冬修水利的有利时机，做好防洪工程设施水毁修

复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主汛期前完成修复任务，确保汛

前恢复防洪功能。组织编制《长江中下游干流应急水量调

度预案》《乌江流域应急水量调度预案》《牛栏江流域应急

水量调度预案》，不断完善抗旱预案体系。

（（33））科学实施水工程统科学实施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水工程

集群效应、协同效应，加强科技支撑和数字赋能，“强强联

合”实施统一调度。强化金沙江下游梯级与三峡水库联合

调度，充分利用梯级联合优化调度研究成果，滚动优化完

善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方案体系，高质量编制2025年度长

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不断增强方案的操作性

和指导性。加快推进数字孪生长江建设，不断完善长江流

域控制性水利工程综合调度支持系统，强化系统科学安全

精准调度水工程能力，全面提升水工程联合调度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编辑 张心怡

（上接第12页）宣传力度，强化节水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五是保障冬春供水安全五是保障冬春供水安全。。密切关注冬春季雨情、水情、

旱情及长江、珠江等江河河口咸情，加强会商研判，提早谋

划抗旱措施。强化蓄水保水和开源节流，滚动合理安排长

江三峡等骨干水库抗旱补水，视情适时实施珠江枯水期压

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精准对接沿江沿湖沿海地区用水需

求。指导存在干旱缺水风险地区立足最不利情况编制抗旱

保障供水应急预案，加强水工程抗旱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

建设，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编辑 田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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